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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植物名称 红枫杜鹃(尺，2DdDd ，zd，．D，z molie× 

Rhododendron schlippenbachii)。 

2材料类别 茎 段 、茎 尖 。 

3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。(1)诱导愈伤组织 

培养基：1／4MS+ZT 4．0 mg．L。(单位下同)+NAA 

0．1+2，4．D 0．03；(2)继代培养基：1／4MS+ZT 1．O+ 

NAA 0．1；(3)壮苗培养基：1／4MS+ZT 0．5+NAA 0．05； 

(4)生根培养基：1／2MS+NAA 0．I+IBA 0．5+AC 1 000。 

所有培养基均加 3O g．L。蔗糖和 7．6 g．L 琼脂，pH 

5．2 5．4。培养温度为(25~1)℃，光照时间为 12 

h．d一，光照强度为 4O一60 pmo1．m-2．s一。 

4生长与分化情况 

4．1愈伤组织诱导 选取生长健壮的红枫杜鹃植株 

的茎尖或幼嫩含腋芽茎段去掉叶片，然后将其横 

切成 1—2 cm (每段带一个顶芽或 1—2个节)，在 

洗衣粉中浸泡2O min，期间不断摇晃，然后用 自 

来水冲洗至清；接着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％的酒 

精浸泡 15—30 S，期间不断搅动，无菌水冲洗 3 

次；转入0．10％HgC1，消毒7 min后用无菌水冲洗 

5 6次，再用无菌滤纸吸干茎节或顶芽表面的水 

分，剪成长0．5一l cm的小段(每段带 1个顶芽或 1 

个节)，接种到培养基上，采用竖放方式。8—10 

d后底部及 4周开始膨大，20 d左右长出愈伤组 

织，茎尖诱导率 8 1％，茎段诱导率 7 2％。 

4．2丛生芽诱导和壮苗 将愈伤组织切下，放入到 

培养基(2)中，15 d后有绿色簇生芽出现，然后 

把芽转到培养基(3)中，25 d后芽可长到约 3 cm。 

4．3生根和移栽 将高3 cm左右的簇生芽切成单株 

后，放到培养基(4)上，20 d后开始生根，生根 

频率约为65％，分化芽苗在生根培养基上每苗生 

根数为 3—5条。35 d后可以达到 4 5 cm，此时 

将试管苗瓶口揭开，在室内进行炼苗4—5 d，选 

取生根良好的试管苗用自来水洗掉根部琼脂，移 

栽到装有湿润苔藓的容器中，保持 10 12 h．d。散 

射光照，浇 1／2MS培养液，成活率达80％。 

5意义与进展 红枫杜鹃为杜鹃花科杜鹃花属多年 

生常绿木本植物，是北京金都丽景公司培育出的 

耐寒新品种，其母本为大字杜鹃(尺，2DdD ，zd，．D，z 

schlippenbachii)，父本为羊踯躅(尺，2DdD ，zd，．D，z 

molle)。品种株型紧凑，冠形整齐，在丹东地区 

春天四月末开花，花期可持续到 6月初，花色有 

红 、橘红 、黄色、 白色，具有金属光泽 。花 

朵直径可达 15 cm以上，夏季叶色翠绿，秋季叶 

色由绿转红，具有枫树的特点，故命名为红枫， 

迄今尚未正式命名。经过试验，冬季可在丹东、 

沈阳、铁岭、北京、天津、杭州露地越冬，是 

优 良的北方观花灌木。这一品种的出现，填补了 

北方园林中种植杜鹃花的空白。目前，红枫杜鹃 

已进入规模化生产，多家园林已经大批种植，获 

得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2006年，沈阳世博 

园栽培了一万余株红枫杜鹃，与郁金香交相辉 

映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杜鹃街已栽培一万株红 

枫杜鹃。杜鹃花属中一些种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 

殖报道较多(Anderson 1975；陈云志等 1985；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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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宁 1985：杨乃博 1985，1986；董春芝 1988； 

范玉清 1996；钟宇和张健2001；王荃和胡宝忠 

2003；顾宏辉等 2006；朱春艳等 2006)，但都 

是南方杜鹃或温室里栽培的杜鹃，尚未见到北方 

杜鹃应用的报道。本研究首次将 2，4．D应用到杜 

鹃组织培养中，并已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根 

技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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